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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9B_BD_E7_c39_205010.htm 指令 一、指令的定

义和适用范围 指令是专门发布经济、科研等方面的指示性和

规定性相结合的措施和要求的下行公文。1987年《国家行政

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指出：“发布指示性和规定性相结合的

措施或要求时用‘指令’。” 指令的特点和命令大致相同，

它本身也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要求受文单位必须执行。国

家为了统一措施，制定一致性的要求，对于经济、科研、事

业、企业、社会的各方面往往用指令性文件加以统制，表现

了行政管理的强制性。它是国务院及各地各级政府经常使用

的文件之一，非国家行政权力机关无权使用。 二、指令的写

法和要求 指令多用于经济、科研、技术方面的文件，因此它

的专业性很强，多使用一定的专业性术语和某些专业的理论

知识。指令的起草多数由专业部门撰拟，贯彻主管部门的要

求与管理精神，再由它的上级单位核稿，并以上级机关的名

义发布，实行对该行业与全局的管理。 指令一般由两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写明发指令的缘由，要简单明了，富有概括性

和切中时弊。第二部分是指令的内容，要分条履述，写明具

体措施。 国务院关于节约用电的指令 国务院关于节约用电的

指令（节能指令第二号）1981年4月15日 目前我国电能一方面

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又浪费很大，为了加强用电管理，节约

用电，提高电能利用率，以适应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特发布如下指令： 、严格实行定量用电。由各地经济委员

会同电力部门和用户的主管部门，定期核定单位产品的电能



消耗定额和用电指标，并监督执行。实行“谁超限谁，超用

扣还，节约归己”的办法，限制超额用电单位，鼓励节约用

电，用于本单位增产。 新建和扩建项目必须在建设前办理用

电审批手续，否则不予供电。 二、严格控制使用电热设备。

原来使用煤、油、气等一次能源加热的，除了特殊需要经主

管部门会同供电部门批准外，今后一律不得改用电能加热；

过去改得不合理的，要限期改过来，逾期不改的，停止供电

。 三、实行择优供电。优先保证能耗低、质量好、适销对路

的产品生产用电。对产品电耗超过限额的企业要通过整顿、

改造，限期降到限额以下，到1982年底仍然降不下来的，供

电部门要限电或加价。各类产品电耗的限额是：合成铵的工

艺单耗 1600度／吨电石的工艺单耗 3650度／吨烧碱的直流单

耗 2450度／吨电解铝的交流单耗 20000度／吨矽铁（含矽75％

）工艺单耗 9500度／吨电炉钢（冶金行业）工艺单耗 700度

／吨电炉钢（机械行业）工艺单耗 800度／吨 四、调整用电

负荷，实行均衡用电。鼓励非连续性生产，避开高峰负荷用

电，实行低谷优惠电价。各地经济委员会在平衡用电时，尽

量将大企业定期检修安排在用电高峰期。在可以用水电的地

方，耗电量大的铁合金、电炉钢、电解铝、电石、碳化硅、

黄磷等，应在丰水期利用水电多安排生产。对于只在丰水季

节用电的单位，实行优惠电价。 五、节约生活用电。机关、

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家属宿舍和居民生活用电，要取消包

电包费制。根据各地具体条件，制订分年计划，要求在1983

年底以前，所有用户都安上电表，按实际用电量交纳电费。

在目前电表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可采取按实际所用电

器瓦数收费的临时办法解决。 六、更新改造用电设备。机械



工业的科研、设计和制造部门，要加速研究和制造省能、高

效的用电设备，更新费能、低效的用电设备。由国家机械工

业委员会、国家标准总局会同一机部等有关部门，于1982年

以前制订出主要用电设备的效率标准，颁布实施。 七、由各

省、市、自治区标准局和电力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对现有

的通风机、鼓风机、离心泵、轴流泵、整流设备、电热设备

等通用机具进行一次电能利用效率的普查。实际使用效率低

于下列规定的，列入节能计划，分期分批予以更换或改造：

通风机、鼓风机 70％离心泵、轴流泵 60％整流设备 90％电热

设备 40％ 八、由一机部负责组织各省、市、自治区机电产品

生产单位，对下列电耗高、效率低的老产品最迟在1982年底

以前停止生产：插入式盐熔炉； 未采用远红外加热技术的低

温电热设备； 未采用无声运行技术的一百安培以上的交流接

触器。 九、合理配置电器设备，消除“大马拉小车”的现象

。电动机正常使用负载率低于40％，变压器低于30％的，应

由用电单位最迟在1983年底以前予以调整或更换。 十、为了

减少无功电耗，对于空载率大于50％的中小型电动机和各类

弧焊变压器，应由用电单位在1983年底以前全部加装限制空

载的装置。 十一、在工业分布集中地区，由当地经济委员会

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逐步组建热处理、电镀、铸造、制

氧中心，提高电能利用效果。 十二、加强电网的经济调度。

要充分利用水能和高效烧煤机组多发电。逐步解决输变电和

发电、无功和有功的比例失调问题。加速城市电网的改造，

保证供电质量。要求电力部门到1985年，全国平均供电线损

率在现有基础上降到8.2％到8.5％。 十三、大力挖掘无功潜力

。供电和用电部门应当共同采用无功补偿措施，提高功率因



数，实现无功电力的就地平衡，以及输电、变电、配电网分

级平衡。继续执行现行功率因数的奖罚制度。 十四、整顿改

造农村电网。农村电网的供电半径一般不得超过下列规定：

10千伏15公里 35千伏40公里 超过上述规定或迂回供电的，由

电力部门会同当地有关部门负责进行整顿、改造。新建农电

线路，禁止使用铁线。原有的铁线，要在1984年以前分期分

批改造完成。要求农村供电线路的线损率降到12％以下。对

危及安全和电能损失严重的低压供电线路，由供电部门组织

社队进行改造，以保证安全经济运行。 十五、军队工业用电

和生活用电，可根据本指令节约用电精神，具体制订节电实

施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